
332025年4月15日 星期二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综合新闻

值班主任：赵庆常 编辑：邹弘毅 组版：雷冬梅

保 守 国 家 秘 密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平
台上高额打赏事件频发，引发广
泛关注。虽然目前大部分网络平
台已采取技术措施限制未成年人
消费，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措施
流于形式，未能有效阻止未成年
人的非理性消费行为。

遇到这样的情形，法院会如
何判？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披露了 17 岁少女 45 万元
天价打赏案终审结果。

17岁少女充值打赏45万元
并冒充监护人解除限制消费

17岁的小刘是某娱乐类网络
直播平台的实名注册用户，一年
时间里，小刘通过自己账户绑定
父亲的银行卡，累计充值超45万
元，用于在平台上打赏主播。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助理王远哲介绍，平台发现小
刘的异常消费后，曾对她的账户
采取消费限制措施，停止了涉案
账户的充值和打赏权限。但小刘
冒充监护人与平台客服电话沟
通，平台仅凭电话确认便解除全
部限制措施，导致后续大额充值
消费的发生。

小刘的监护人发现异常消费
记录后，坚决否认这一交易行为
的法律效力，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平台返还充值款项。

平台则辩称，小刘的消费行
为属于自主交易，平台专门打电
话进行了询问，已履行了合理的

审核和监管义务，不应承担退款
责任。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行为是否
有效？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
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
消费管理等功能。

同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也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采取技术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
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游
戏、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服务中
的单次及单日累计消费金额，并
禁止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
的付费服务。

那么，17 岁的小刘给主播打
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北
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继
先表示，法律规定旨在防止未成
年人因缺乏足够的消费判断力而
进行过度或不当消费，以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小刘作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大额充值、打
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
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这
笔交易行为无效。

网络直播平台是否要全额
退款？

我国民法典明确了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后的责任分配原则：行
为人应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需

折价补偿；各方过错需按比例承
担损失。

既然交易行为无效，是否意
味着平台要全额退回款项？法院
综合考量了交易流水、账号实名
信息及使用情况等证据后，确认
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韩继先表示，平台审核措施
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平台虽采取过消费限制
措施，但解除限制的审核方式过
于简单，仅依赖电话确认，并未采
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
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
额消费。同时，小刘本人及监护
人均负有相应责任。小刘长期沉
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
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
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
合理分担。

最终，二审法院综合各方过
错程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平台
退还小刘24万元。

法官提示，引导未成年人理
性利用网络，需要全社会共同重
视和行动。

网络平台应当切实履行社会
责任，健全审核机制，严格落实身
份验证、消费提醒和异常交易拦
截等措施，确保未成年人大额消
费行为得到有效管理。

家长也应加强对子女网络使
用和支付行为的管理，培养其理
性消费观念，避免因监管疏忽导
致未成年人非理性、高额消费。

（央视新闻、中央广电总台中
国之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专栏

17岁少女充值打赏45万元，
家长要求返还，法院判了！

近年来，微信泄密问题屡禁不止、高发
频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泄密“重灾区”。
心理是行动的先导，从保密管理实践和大
量泄密案例分析来看，微信泄密行为往往
源于一些错误的心理认知，概括起来主要
有以下几种。

“鸵鸟”心理。有的同志认为，微信传
发信息多如牛毛，有关部门的涉密信息管
理肯定不能面面俱到，即使能够全面覆盖，
也不过是用关键词简单搜索，只要使用拼
音、字母、别字、谐音等方式作一下模糊处
理，或者拍成图片、使用语音、转换格式传
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避。这种心
理，恰似遇到威胁就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实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在近年来的微
信泄密案件中，不乏当事人采取自作聪明
的规避措施，有的甚至采取对方阅看之后
迅速“撤回”的招数，但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捷径心理。有的同志只求工作效率，
不顾保密纪律，在传达上级精神和领导指
示时，觉得使用微信一键发送、静待回复的
做法省时省力。这种心理，究其根本是把
保密纪律当成了工作开展的“绊脚石”，而
非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个人前途命运的

“安全绳”，表面上便捷了工作，实则方便了
敌特窃密。2020 年，某单位干部李某通过
微信群传达1份秘密级通知，案件发生后被
处行政记过处分。李某在接受调查时坦言,
其单位在外人员有10多个，手头上事情一
多就想走“捷径”，忽视了保密纪律，现在想
来悔不当初。

炫耀心理。有的同志不以保密为责
任、却把知密当“本事”，工作中知晓了外界
关注的涉密信息，迫不及待地想在微信群

“爆料”、在朋友圈发帖，明目张胆地把涉密
信息“炫耀”出去。这种心理，本质上是虚
荣心作祟。为了成为朋友眼中的“消息灵
通人士”“圈里人”，不惜把关乎国家安全利

益的秘密信息当成提升个人影响力的资
本。2017年，某领域改革方案初步确定，某
单位干部强某看到后觉得涉及圈内好友的
切身利益，就私自拍摄方案草稿，通过微信
向好友通风报信，被好友发至其单位微信
群，引起疯狂转发和热烈讨论，给改革大局
造成严重干扰。

自恕心理。有的同志在遇到传达紧急
事项或者上级催要材料时，觉得当务之急
是想方设法抓紧完成任务，选择便捷的微
信联系没什么问题，只要自己的出发点是
为了工作，即使违反了保密纪律也无伤大
雅、情有可原。这种心理，本质上是没有认
清一旦发生泄密问题意味着工作归零的道
理，以致本末倒置、是非颠倒。2019 年，某
单位干部廖某使用微信传达1份机密级的
紧急通知，在接受调查时非但没有悔意，反
而觉得自己很冤枉，称“时间那么紧，不用
微信根本传达不过来”，直到面对调查人员

“为什么不发动骨干分头传达”“是泄密危
害大还是传达延误危害大”的质问，才幡然
醒悟、后悔不迭。

从众心理。有的同志看到别人使用微
信传发涉密信息，觉得即使违规了，追究起
来也是法不责众，如果在这样的“小事”上
也规规矩矩，会被别人看成胆小怕事。最
终，自己也成为“破窗效应”的俘虏，盲目跟
风违反保密纪律。这种心理，本质上是在
常见的违规现象面前丧失了独立思考，动
摇了本就不够牢固的保密意识，被裹挟着

“集体闯红灯”。2021 年，某单位干部游某
值班期间收到1份秘密级通知，想起单位平
时用于交流的微信群里常有人发送内部信
息，便盲目效仿，拍照上传。案件发生后游
某对调查组说：“以前也学习过微信泄密的
通报，但总觉得身边人这样
发了都没事，就没把通报当
回事。”

无知心理。有的同志“身在密中不知
密”，认为有些秘密信息没什么敏感性，发到
微信上也无妨；有的同志认为，微信本身采
用了先进的安全保密技术，只要点对点传发
信息，就不会泄密；还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只
是把信息发给同事，不会扩散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事实上，互联网向来是情报搜集的
重要来源，开放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更是各国
情报机构监测的重点，信息一经发布就像断
了线的风筝，一传十、十传百，传播范围完全
不可控。2021年，某单位工作人员冯某看到
1份新出台的涉密政策文件后，通过微信拍
照发给同事时某，并再三交代“别往外传”。
而时某并未遵守诺言，转而将文件照片发给
其他人，最终传播链不断延长、全面失控，冯
某、时某均被严肃处理。

旁观心理。有的同志遵循“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人生哲学，看到微信群、微信
朋友圈传发涉密信息，觉得若要好心提醒
会被当作多管闲事，向组织报告会被当作

“背后捅刀子”，只要自己默默“潜水”“围
观”，追责就找不到自己头上，至于泄不泄
密与己无关。这种心理，本质上是不愿得罪
人的“老好人”思想，实际上既没有履行公民
保密义务，又助长了乱发乱传的不良风气。
2020年，某单位干部吕某在单位微信群中传
发涉密信息后，先后被3个微信群转发，而这
3个群中近百名同事，竟没有一人出面提醒
制止，默视涉密信息全面扩散。最终，3个微
信群管理员都被追究相应责任。

欲治顽疾，先除心魔。遏制微信泄密
问题多发频发势头，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
从自身做起，心存戒惧，严守底线，共同维
护国家秘密安全。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这七种心理，最易导致微信泄密

本报讯 近日，钟山区文体广
电旅游局等部门联合在黄土坡百
盛商场门口举办了一场以“非遗
里的钟山——匠心传承·蓝白之
美”为主题的“非遗”体验活动。
活动以作品展示与现场制作相结
合的形式，邀请蜡染、扎染、棕编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现场授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观赏与体验。

活动现场布置别具一格，
以樱花元素为点缀，营造出浪
漫而富有文化气息的氛围。在
展览区，一件件蓝白相间的精美
作品有序陈列，每一件都凝聚着
匠人的心血与智慧。与此同时，
棕编工艺打造的大象与鹿造型
展品，格外引人注目。二者皆利
用棕编工艺，将棕榈叶的天然质
感与匠人的精湛技艺融合，呈现
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传递出
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德

刚从小就跟父辈学习棕编，如今
已有二十多年。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想把
这项技艺传承下去，“希望更多
年轻人加入进来，让棕编技艺
得以传承和发扬。”熊兴菲作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从 16 岁就开始学画蜡，她
说：“作为一名传统手工技艺的
坚守者和传承者，我希望通过
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优秀的传统文化。”

除了精美的作品展示，活动
还设置了体验环节。市民们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教
授下，亲自体验学习各类制作技
法，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魅
力。“以前就觉得扎染画非常美，
今天亲自参与现场制作之后，才
发现其工艺是如此繁琐，也让我
对扎染画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市
民王温柔表示。

（王晓义）

感受匠心传承 品味蓝白之美

本报讯（本报记者）眼下，水城河
畔的樱花盛放，游客徜徉延绵数公里的
樱花树下，感受春日浪漫，这诗意背后
离不开钟山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河道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精心养护。

据了解，为了营造良好的赏樱环
境，更好服务市民游客，钟山区城市综
合执法局河道管理中心组织养护人员
对全线樱花开展集中浇水养护作业。

根据樱花生长特性及近期天气情

况，养护团队采用分段浇灌方式，重点对
土壤干燥区域进行补水，确保水分均匀
渗透，并同步清理樱花树周围的杂草，疏
松表层土壤，增强保水性。目前已完成
全线5公里樱花树的浇灌，覆盖1300余
株樱花树。

接下来，钟山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河
道管理中心将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
樱花开放进度，适时调整养护方案，确
保樱花盛花期景观效果。

本报讯（本报记者）连日来，盘州
市胜境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开展“移风易俗 文明治丧”主题宣传活
动，引导辖区群众破除旧陋俗，形成丧
事简办、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尚。

活动中，志愿者利用赶集日向群众
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殡葬法规等宣传
资料，普及文明殡葬政策及厚养薄葬理
念，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采取文明
祭扫方式缅怀先人，大力弘扬文明祭

祀、节俭殡葬的新风尚。
同时，各社区还充分利用宣传栏、

微信平台、文化墙等渠道，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积极倡导丧事简办、婚
事新办等新风尚，让居民们逐渐摒弃

“老思想、老做法”等不良社会风气。
接下来，胜境街道将持续开展移风易

俗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摒弃
丧葬陋习，做文明祭祀的倡导者、传播者、
实践者，用实际行动共建和谐文明新家园。

钟山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胜境街道

破除陋习 推动移风易俗

4月12日，“岩博杯”第三届盘州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在淤泥乡岩博村鸣枪开赛。
来自贵州、云南、湖南等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一堂，在岩博喀

斯特地貌的森林赛道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此次赛道设计巧妙融合了
陡坡、连续弯道和起伏地形，颇具挑战性，深受选手喜爱。此外，赛道蜿蜒穿梭于
岩博酒业基地及周边景区，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可以观赏美丽的风光，了解盘州民
族文化，可进一步提升“金彩盘州”的旅游品牌影响力。 吴加浪 谢吉文 摄

400余名骑行选手
盘州比拼“山野骑技”

破陈俗陋习 树文明新风

非遗作品展示。

钟山区“非遗”体验活动亮相街头

守护河畔樱花美

春日，踏入盘州市的田间地头，层
层叠叠的茶园依山就势，如绿色的天梯
蜿蜒至远方。今年3月以来，盘州市各
地春茶陆续开始采摘，全市5.9万亩茶
园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平均每天的用工量在 2000 人左
右，这场盛大的‘茶事’将持续到 4 月
底。”盘州市农业现代化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杨斌说。

来到石桥镇六科村大梁子山七彩
云霞种养殖有限公司的茶园基地里，茶
农们分散在茶垄间，灵巧的手指在嫩绿
的茶芽间跳跃，一早上的工夫，茶篓里
便装满了春天的“馈赠”。

来自安徽的老板娘何帮霞已在基
地里耕耘了 9 个年头，她从茶叶种植、
茶园管理、茶叶加工等方面不断加大

管护力度，改进技术。2021 年开始，
她的 672 亩茶叶基地开始采摘茶叶，
带动了周边 3 个村共 300 余户村民就
业增收。

“家附近有个茶场真好，年纪大了
也出不去，在家附近就能赚钱，而且时
间自由，很不错了。”采茶工人陈玉竹笑
着说道。

“今年雨水很好，预计能采春茶茶
青大概10吨，能制成2吨干茶。茶园每
天用工量达到 110 人左右，现采现称，
当场付现钱，这样他们也高兴。”何帮霞
说。

七彩云霞种养殖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同样忙碌，采茶工送来的鲜叶经过
摊青萎凋、杀青理条、定型、脱毫、提香
等工序后，就变成一袋袋的成品干茶。

目前，该公司以制作福鼎白茶为主，销
往浙江、安徽、广东等地，近期正是茶叶
订单高峰期，预计能达到100万元左右
的收入。

“为更好地开拓市场，公司还创新
产品类型，制作银杏干茶。”何帮霞介
绍，银杏花有疏通血管的保健作用，但
花期较短，制成干花搭配茶叶正合适，
所以就想出搭配生态茶做一个新品推
向全国各地，希望通过这款茶能扩大本
地茶叶品牌的知名度。

像何帮霞这样的茶叶加工企业，
在盘州市目前共有 32 家，年总加工
能力 3000 吨。近年来，盘州市坚持

“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带动辐射”的
发展模式，立足本地立体的自然气
候，建成民主—大山—竹海、盘关—

鸡场坪—坪地、保基—羊场 3 条产业
带，辐射带动 16 个乡（镇、街道）53 个
村发展茶叶产业 8.2 万亩，已进入采
茶期的有 5.9 万亩，主要种植福鼎大
白（小叶种）、龙井 43、金观音、金华
小叶、乌牛早等 5 个品种。

目前，盘州市累计注册茶叶商标44
个，其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个，
有机认证2个；开发出独具盘州山区特
色的地方名茶有“碧云剑”“碧云毛尖”

“盘州红”“盘州春”等26个品牌。今年
一季度盘州市共采收加工干茶 585.48
吨、产值4.6亿元。

“春茶采摘结束以后，我们将加大
对各个茶园的管护力度，动员各茶园继
续加大茶产业投入，为夏秋茶打下坚实
的基础。”杨斌表示。

——盘州市助推茶产业发展小记

“ 绿 叶 ”变“ 金 叶 ”

□通讯员 翟利巧 朱玉容


